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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模块 教育学原理

第一章 教育与教育学

【考点 1】教育的词源

教育的词源
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中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中对教育最早做出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考点 2】教育的概念

教育的概念

广义的教育
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用。

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狭义的教育
特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学校教育的工

作，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期望方向变化的活动

【考点 3】教育的基本要素

基本要素 作用

教育者 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和实施者，学生的主要影响者和引导者

受教育者 教育的对象，学习活动的主体

教育影响 包括教育内容和教育措施

【考点 4】教育的属性

本质属性（质的规定性） 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属性 永恒性、阶级性、历史性、教育的相对独立性、继承性、长期性、生产性、民族性

【考点 5】教育的功能

分类依据 功能 主要内容

作用对象
个体功能 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也称本体功能

社会功能 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是教育的派生功能

作用方向
正向功能 有助于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负向功能 阻碍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的消极影响和作用

呈现形式
显性功能 依照教育目的，在实际运行中所出现的与之相吻合的结果

隐性功能 伴随显性教育功能所出现的非预期性的功能

【考点 6】教育的起源

学说 基本观点 地位/评价 代表人物

神话起源说 教育由人格化的神（上帝或天）所创造 最古老 宗教、朱熹

生物起源说 教育起源于动物的本能行为
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提出；标志着对教

育起源问题的解释开始转向科学方向

利托尔诺

沛西·能

心理起源说 教育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 —— 孟禄

劳动起源说 教育起源于劳动 ——
米丁斯基

凯洛夫

【考点 7】古代中国的教育

朝代 教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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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 有了学校教育的形态；学校称为“庠、序”

商朝 出现学校的现象，已从甲骨文中得到证实

西周

特征：“学在官府”“学术官守”；

学校：国学和乡学；

教育内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乐是核心）

春秋战国

特点：官学衰微，私学大兴；

显学：儒家、墨家；

学校：稷下学宫（齐国）

汉朝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隋朝 创立科举制度

唐朝

全面推行科举制度；

中央官学：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二馆（崇文馆、弘文馆）；

地方官学：州学、府学、县学

宋朝
教育内容：《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明朝 科举考试形式：八股取士

清朝 1905 年，“废科举，兴学堂”

【考点 8】古代国外的教育

地区 教育特点

印度
教育内容：《吠陀经》；

教育活动：背诵经典、钻研经义

埃及
学校：宫廷学校、寺庙学校、职官学校、文士学校（开设最多）；

特征：“以僧为师”“以吏（书）为师”

古希腊
雅典：以培养有文化、有修养和多种才能的政治家和商人为教育目的；

斯巴达：以训练勇敢善战的士兵为重任

中世纪

欧洲

教会教育：教育内容是“七艺”，包括“三科”（文法、修辞法、辩证法）

“四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世俗教育：教育内容是“骑士七技”，即骑马、游泳、击剑、打猎、投枪、下棋、吟诗

【考点 9】近代教育

近代社会

（1）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重视和干预，公立教育崛起；

（2）初等义务教育的普遍实施；

（3）教育的世俗化；

（4）重视教育立法，以法治教

【考点 10】20世纪后期的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

20 世纪

后期

终身化；全民化；民主化（对教育的等级化、特权化和专制性的否定）；多元化（对单一性的否定）；教育技术

的现代化（前提：教育观念现代化；核心：教师素质现代化；最高目的：人的现代化）；

【考点 11】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研究对象
教育现象

教育问题（推动教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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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任务 揭示教育规律
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教育与社会的发展关系的规律

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规律

【考点 12】教育学的萌芽阶段——古代中国

人物 相关著作/地位 主要教育思想

孔子 《论语》

教育对象 教育公平 有教无类

教学原则
因材施教

孔子最早提出这一思想；朱熹将其概括为：“夫子教人，

各因其材”

启发诱导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世界最早）

思孟学派

《学记》

人类历史上最早

出现专门论述教

育问题的著作“教

育学的雏形”

教学原则

教学相长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豫时孙摩
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

相观而善之谓摩

循序渐进 学不躐等、不陵节而施

长善救失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

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课内、课外相结合 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藏息相辅）

启发诱导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孟子

性善论 人的本性中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

明人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理想人格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教学要求 深造自得；盈科而后进；教亦多术等

荀子

性恶论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教育目的 教育应当以大儒为目标

学习过程
闻—见—知—行：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

行之而止矣

墨子
素丝说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

知识来源 “亲知”“闻知”“说知”

【考点 13】教育学的萌芽阶段——古代西方

人物 相关著作/地位 主要教育思想

苏格拉底 西方启发式教学第一人 “产婆术”，分为讽刺、定义和助产三步；提出“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

柏拉图 《理想国》 提倡“寓学习于游戏”；确立了“四艺”课程体系（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论灵魂》 首次提出教育应“遵循自然”的观点；倡导德、智、体多方面和谐发展

昆体良
《论演说家的教育》/《雄辩

术原理》

西方最早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古代西方第一部教学法论著班

级授课制思想的萌芽

【考点 14】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创立阶段

人物 著作 地位/评价 主要教育思想

培根
《论科学的价

值和发展》
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

首次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提出；

首次提出了实验归纳法

夸美纽斯

（近代）教育学

之父

《大教学论》
近代最早的一部教育学著作；

标志着教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提出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泛智思想：把一切

事物教给一切人；制定了统一的学年制和学日

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班级授课制；首次提出

并论证了直观性原则（教师教学的金科玉律）、

系统性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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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 《教育漫话》 —— “白板说”；绅士教育

卢梭 《爱弥儿》 —— 提出了自然主义的教育理论

裴斯泰洛齐
《林哈德与葛

笃德》

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思想付诸实践的教育家；

“教育史上小学各科教学法奠基人”

首次提出了教育的心理学化

【考点 15】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科学教育学阶段

人物 著作 主要教育思想

康德 《康德论教育》
首次将教育学列入大学课程；

人是唯一需要教育的动物

赫尔巴特

“现代教育学之父”；

“科学教育学之父”；

传统教育学派

《普通教育学》

标志着教育学正式成为

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两大理论基础：伦理学、心理学；

教学过程“三中心”：教师、书本（教材）、课堂；

教学过程“四阶段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

赫尔巴特提出了教学的教育性原则

【考点 16】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发展多样化阶段

人物 著作 主要教育思想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又叫《民

本主义与教育》）

教育本质：“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学校

即社会”；

教育目的：无目的论；

新三中心：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

凯洛夫 《教育学》，该书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著作

马卡连柯
《教育诗》；

《论共产主义教育》

思想的核心是集体主义教育思想；

平行教育思想

【考点 17】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教育学的分化与拓展阶段

人物 著作 教育思想

布卢姆 《教育目标的分类系统》 教育目标：认知目标、情感目标、动作技能目标

布鲁纳 《教育过程》 提出了“结构课程论”（强调学科基本结构）；发现法

苏霍姆林斯基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把

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提出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考点 18】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我国近现代的教育思想

人物 称号/评价 主要教育思想

蔡元培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教育方针：“五育并举”（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

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陶行知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万世师表
“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核心）、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杨贤江 —— 《新教育大纲》，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著作

第二章 教育与社会的发展

【考点 19】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

生产力对教育的决定和制约 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1）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水平、规模和速度； （1）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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